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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乡村振兴是新时代党和国家解决“三农”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的重要途径,关系着中华民族伟

大复兴中国梦的实现。 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人才培养的主阵地、知识生产创新的主渠道,服务乡村振兴既是内在

要求,更是职责使命。 研究指出,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个性、共性内涵,以及历史发展脉络,是理解地

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关键;而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实践经验,是打开地方

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的钥匙。 研究从内生逻辑、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四个维度,明晰了

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逻辑理路,为地方高校高质量服务乡村振兴提供理论和实践

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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乡村振兴战略是党的十九大正式提出来的一项国家战略,是党和国家新时代解决“三农”问题的总

抓手,是解决农村发展不充分、城乡发展不平衡的重要途径。 乡村振兴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系统工程,
需要政府、社会、高校等多元力量的广泛支持和共同参与。 为发挥高校的作用,教育部制定了《高等学

校乡村振兴科技创新行动计划(2018—2022 年)》《关于实现巩固拓展教育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有

效衔接的意见》等文件,引导广大高校积极投身乡村振兴事业。 地方高校是我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

部分,截至 2021 年,地方高校的数量已经占到全国普通高校数量的 95. 72%,它们承担着主要为地方经

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智力支持、人才供给的特殊任务,为区域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随着乡村振兴战略的不断推进和深入实施,地方高校因其鲜明的“地方性”特征,越来越广泛和深入参

与到乡村振兴工作中,成为振兴乡村的一支特殊而重要的力量。
目前,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象已经引起了国内学者们的关注,并且产出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

果。 总体来看,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 第一,在必要性方面,有的学者从乡村的角度提

出乡村振兴需要地方高校培育实用人才,对产业融合发展和专业人才给予支持[1] ;也有学者从地方高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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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身发展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倒逼高校进行教师队伍建设、教学模式调整、办学合作模式

的改革[2] ;还有学者从地方高校与乡村振兴的关系角度提出,地方高校与乡村振兴共生共荣[3] 。 第二,
在存在问题方面,有的学者认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存在学科专业与乡村需求不匹配、组织化程度

低、高校与政府和乡村的协调沟通机制不健全等现实困境[4] ;也有的学者根据相关统计数据提出,乡村

地区人口接受高等教育比例偏低,学生存在不愿主动到乡村就业等问题[5] 。 第三,在路径选择方面,学
者们提出了地方高校+村民、企业、平台的不同服务模式[6] 、不同类别高校分类服务的价值取向[7] 、培养

新型乡土人才[8]等不同的路径。 这些研究聚焦于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缘由、现状和问题、推进路径

等方面,产出了一定成果,为后续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但是,这些研究大多还处于经验层面的总结,
缺乏学术性归纳分析。 特别是在现有的研究中,学者们大多把研究重点放在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

兴的路径上,而鲜有系统性地对地方高校为什么要服务乡村振兴这个逻辑起点问题进行梳理和探讨。
这也是当下地方高校还普遍存在“对扶贫的内涵和主体认识不足” [9] ,导致一些地方高校把服务乡村振

兴当作政府推动下的短期被动行为,使地方高校在乡村振兴中的作用没有得到应有的发挥。 基于此,本
文聚焦地方高校“何以要”和“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这两个根本和源头问题,通过探讨地方高校服务乡

村振兴的个性、共性特征,以及历史发展脉络,去理解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通过探讨地方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以及经验总结,去打开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大门。

一、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

内生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在动力,是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内驱力。
“地方高校”首先是“高校”,其次是“地方”,既具有所有“高校”的共性特征,也具有“地方”的个性特征。
地方高校的共性和个性特征,共同构成了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内生逻辑。 这种内生逻辑表明,地方

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行动,根源于地方高校自身履行办学职能和发展的需要,这也是地方高校服务乡村

振兴的逻辑起点。
(一)地方高校办学职能的共性特征,使服务乡村振兴成为一种应然状态

高校在发展过程中形成的不同职能,便是高校的共性特征。 顾明远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大辞典》
中,将高校职能定义为:高等学校为适应社会分工与社会发展需要所承担的社会任务。 一般认为现代高

等学校具有三种职能:培养专门人才,发展科学知识,为社会服务。[10]除此之外,高等教育学界还普遍认

为高校具有“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 这些职能,规定了地方高校作为高校所必须承担的社会责任和

义务。
第一,人才培养职能助力乡村人力资源扩容。 高校人才培养职能,伴随着大学的诞生而确立,并成

为高校最主要、最核心的职能。 12、13 世纪的中世纪,意大利博洛尼亚大学、法国巴黎大学、英国剑桥和

牛津大学等真正意义上的大学在欧洲诞生。 这些大学成立之初,即以培养专业化的牧师、法官、律师和

医生为其办学目的。 这些大学,“是教授普遍知识的地方” [11] ,通过知识教授培养各类社会所需人才,为
社会整体进步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人才起着关键支撑作用。 但目前农

村专业人才奇缺是乡村振兴面临的最实际和严峻的问题。 国家第三次农业普查显示,在全国农业生产

经营人员中,只有 1. 2%的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 而只受过初中或初中以下教育的人员占比达到

91. 8%。 这样的人才结构显然不能支撑现代化的农业发展和乡村振兴的需要。 “主要为地方培养人

才”,既是高校的职能驱动,也是高等教育法赋予地方高校的责任。 地方高校能发挥为所在区域培养人

才的主渠道作用,为乡村培养、培训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的各类人才。
第二,科学研究职能助力乡村产业优化发展。 科学研究是高校发展中形成的一项重要职能。 1810

年,德国教育大臣洪堡创办柏林大学,在办学中践行“纯科学的研究”观点和“教学与科研相结合”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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则,推动了科学研究成为高校的第二大职能。 19 世纪中后期,美国霍普金斯大学首任校长吉尔曼推动

大学科研职能由“纯科学”的基础研究扩展到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应用研究领域。 自此,高校的科研职

能就与社会功用紧密联系起来,在解决社会现实问题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产业在其中起着压舱石的重要作用。 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职能,可以为乡村产业振兴进行科技赋能,推
动乡村产业升级和优化发展。 地方高校科研职能在乡村区域可以从以下四个方面助力:一是规划和选

择适合区域地理气候环境的产业体系;二是为农植物品种改良、家禽作物病虫害防治等提供科技创新和

新技术;三是为农产品加工企业提供设备技术改造和升级,完善农产品一二三产业链;四是为农村全域

发展提供智库支持,助力乡村电子商务、全域旅游等新业态的发展。
第三,社会服务职能助力乡村整体风貌提升。 高校的社会服务职能,体现了高校与社会之间的更加

紧密的联系关系。 在 19 世纪 60 年代,因美国赠地运动而生的威斯康星大学,明确把社会服务作为大学

的重要职能,通过向社会传播知识和直接参与当地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各方面咨询服务两种途径开展社

会服务。 威斯康星大学的做法,推动形成了大学和社会良性互动的发展格局,并被推广到世界各国的高

等教育办学实践中,成为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整体风貌提升是归宿。 乡村整

体风貌提升,既包括乡村场域外显风貌的美化提升,更包括乡村农民内在素质的整体提升。 地方高校在

乡村场域中履行社会服务职能的过程,也即高校各项职能的综合外化过程。 一方面,地方高校作为地方

发展的智库,可汇聚专家之智,积极为所在区域乡村外显风貌美化提供切实可行的规划建议。 另一方

面,地方高校作为区域知识中心,以先进知识传播作为服务的主要内容,可通过为区域农民开设培训班、
开展科技农技推广服务、教师学生“三下乡”等多种形式,不断提高农民的思想道德水平和科学文化素

养,以期达到农民整体素质提升的目的。
第四,文化传承与创新职能助力乡村铸魂化人。 文化传承与创新的职能可以说是大学与生俱来的

自然职能。 这是因为大学从诞生之初所确定的人才培养职能开始,就与语言习得、知识传授等文化要素

密不可分。 英国教育家阿十比在《科技发达时代的大学教育》(1974 年)中,正式提出了大学文化传承与

创新的职能,他认为,在科技快速发展的今天,大学不仅要培养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所需要的人才,更要

保存和传播文化遗产,丰富人类文化。 2011 年 4 月,时任党中央书记的胡锦涛在庆祝清华大学建校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将“文化传承与创新”并列为大学的职能之一,这也为高校全面履行大学职能提出了

新的遵循。 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乡村文化是精神源泉。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乡村文化具有浓厚的乡土气

息和个性特征,往往与当地特殊的风俗习惯、语言习得、村规民约等紧密联系,具有强烈的地域性特点。
对乡村文化的传承和创新,既需要有深厚的历史、文化等专业知识基础,也需要有与本土文化长期交融

的丰富体验。 而这,正是地方高校的优势所在。 地方高校有大批本土的专家学者,他们了解地方历史传

统,熟悉风俗民情,对地方乡村文化有着感同身受的理解,更有利于参与乡村文化建设,构建和重塑地域

特色浓郁的乡村文化。
(二)地方高校“地方”的个性特征,使服务乡村振兴成为一种特殊情怀

地方高校的个性特征,就体现在“地方”二字上。 与任何事物的特性都是该事物内在本质方面的规

定一样,地方高校的“地方”是其内在本质方面的规定[12] 。 地方高校由地方举办,隶属地方政府管理,办
学经费主要靠地方财政拨款,学生来源和毕业生就业去向也大多面向所在地区,办学过程中与地方政

府、社会团体、企业等合作频繁。 因此,“地方高校应理性分析各自的优劣势,充分发掘其区域优势,进
行科学定位,坚定不移地走区域化、特色化发展之路,为赢得机遇,走出困境,加快发展奠定坚实的基

础” [13] 。 地方高校和地方的这种特殊的关系和长久而深刻的交流互动,使地方高校产生了对地方的归

属感、依赖感和参与交融感,也使“地方”对地方高校具有了特别的意义和情怀。
首先,地方高校“地缘贴近乡村”的特点,使其在服务乡村振兴时具有先天的地域优势和情感基础。

从地方高校的地理分布情况看,全国大中小城市均有分布,且有相当数量的地方高校在地、市一级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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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城市办学。 这样的高等教育布局,使地方高校更能全面了解、掌握所在地区的发展状况,直接感受到

所在地区社会经济的变化情况,有利于地方高校与地方的深度融合。 同时,地方高校一般都具有较长的

扎根当地的办学历史,其教职工和培养的学生大多来自本地区,他们对生于斯长于斯的“地方”,有着特

殊的情感和更多的感性认识,更容易理解和深入参与当地的乡村振兴工作。
其次,地方高校“发展依赖地方”的特点,使其在办学中必须以地方需求为导向。 地方高校的正常

运行和发展,很大程度上是依赖于地方政府的投入。 地方高校要获得更多的地方政府投入,就必须以地

方需求为导向,更好地服务地方经济和社会发展需要,与地方政府形成良性互动的关系。 纵观全国地方

高校的年度财务预算情况,绝大多数地方高校的财政公共预算拨款,在其年度财务预算中的占比都超过

50%以上。 这意味着,如果没有地方政府的投入和支持,这些高校的运行和发展就会陷入困境。 乡村振

兴战略是国家战略,各级地方政府必须坚决抓好贯彻和落实。 各地方政府在中央政府要求下,积极落实

本区域乡村振兴战略目标,规划中长期发展战略,科学分配区域资源,推动和督促各职能部门落实行动

计划。[14] 地方高校要顺势而为,主动发挥自身的科技人才优势,参与乡村振兴工作,为乡村建设贡献力

量,从而体现地方高校的价值和意义。
第三,地方高校“办学面向地方”的特点,使其需要把乡村作为服务面向的战场。 地方高校办学面

向地方既包括人才培养主要面向地方,也包括科学研究主要面向地方。 地方高校培养的各类人才主要

服务地方发展。 以重庆市的几所地方高校为例:重庆工业职业技术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共 4
 

638 人(全

为专科生),其中 85. 02%的毕业生选择在重庆市内工作;重庆文理学院 2020 届毕业生共 5
 

204 人(全为

本科生),其中 66. 34%的毕业生选择在重庆市内工作;重庆师范大学 2020 届毕业生共 7
 

249 人(研究生

923 人,本科生 6
 

326 人),其中 66. 36%的研究生和 63. 45%的本科生选择在重庆市内工作(数据来源于

相关高校官网 2020 年毕业生就业质量报告)。 这些毕业生从业于各行各业,工作地点既有城市,也有乡

村,都在为地方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贡献着自己的力量和智慧。 科研方面,地方高校受管理体制、经费

投入等各种因素的影响,大多存在研究能力薄弱的问题,缺乏足够的能力进行高尖精的科学研究。 因

此,地方高校开展科学研究的方向一定是紧密结合地方需要做研究,在服务地方中形成特色和优势。 乡

村为地方高校的科学研究提供了广袤的天地。 地方高校要紧密结合所在区域乡村的产业升级、技术创

新等开展科学研究,把论文写在乡村的大地上。

二、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逻辑

历史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渊源,是地方高校“何以要”服务乡村振兴的历史观照。
法国著名学者涂尔干在论述学校这个特殊的机构时提出:“这些机构有它们的过去,过去是培育它们的

土壤,赋予它们现在的意义,脱开过去对它们进行考察,势必会出现大量简单化的理解甚至曲解”。[15] 因

此,对于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行为,也绝不能仅从当前的现象看现象,而需要从高校和乡村的历史

互动中寻求答案。 从历史进程看,我国现代意义的大学自创立起,就开始了主动探索通向乡村的路径。
这些探索和做法的历史逻辑说明,高校服务乡村具有悠久的历史,并留下了珍贵的积淀和印记。 地方高

校服务乡村建设,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都将是高等教育自觉担负历史使命的重要途径。
(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之前:地方高校聚焦高等农业教育和乡村建设运动服务乡村

我国具有现代意义的近代大学最早出现于 19 世纪末期。 这个时期的大学,受清末“西学东渐”浪

潮的影响,模式、学制、体例等基本仿效西方高等教育,其中尤以美国的高等教育模式、办学理念影响最

盛。 正是受美国高等教育的社会服务功能、平民主义等教育思想的影响,这一时期的高等教育服务乡

村,主要聚焦于高等农业教育服务乡村和乡村建设运动两个方面。 需要说明的是,当时虽然有国立、省
立、私立(教会)大学之分,但基本上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校长有很强的办学自主权,因此,各类高校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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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严格的层次和服务面向划分。
受美国赠地运动而生的美国州立农业院校服务乡村农业的启示和影响,我国的农业院校率先开始

了高校服务乡村农业的本土化探索。 进行探索的农业院校,既有省立的地方大学,也有国立大学。 首

先,这些农业院校通过创设农业科研机构,研究解决农业生产、农作物改良和病虫防害等农业方面的实

际问题,为农村农业提供技术推广和技术服务。 据载,至 1947 年,国立和私立农科院校设有农科研究所

15 家[16] 。 它们致力于解决农业及农村经济、社会发展中的实际问题,取得了许多研究成果,对当时的农

植物品种改良、作物病虫害防治等起到了较好的推动作用。 其次,这些院校通过为农村农业培养专门人

才和推广师资服务乡村。 一方面,农科院校致力于直接培养农村农业需要的实用人才、行政人才、研究

人才、中学农业教员、农科大学教师等专门人才;另一方面,农科院校还通过设立专门系科,培养农业推

广师资。 1924 年,金陵大学设立农林科乡村教育系。 随后,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四川省立教育学院、湖
北教育学院、福建协和大学农学院等院校先后创办农业教育系,培养具有农业专门知识的农业推广教

师。 第三,这些农业院校还通过各种形式的技术推广,提高乡村农民的养殖种植技术。 这些形式主要包

括:举办短期农民训练班,招收乡村农民,对其进行专门的农业技术培训;编印通俗易懂的农业技术科普

书刊,利用广播等宣传介绍农业基本知识等。
乡村建设运动是这一时期高校服务乡村的特殊形式。 之所以说是一种特殊形式,是因为其开展的

扫盲、农业基础知识教育、卫生常识教育等活动看似与高校没有关系,但“无论从目的、内容,还是从参

与者特点和意义上讲,乡村教育运动的成功经验和失败教训,都能为高等教育通向农村提供多方面的启

示” [17] 。 这一时期的乡村建设试验遍及全国,到 1935 年,就有 193 处之多,其中著名的有:中华平民教

育促进会在定县的试验,山东乡建研究院在邹平的试验,中华职业教育社在徐公桥的试验,燕京大学在

清河的试验等。 乡村建设运动通过提高农民的“知识力” “生产力” “健强力”和“团结力”,力图达到改

变农民、改造农村,促进农村发展,进而最终促进国家强盛的目的。 整体而言,乡村建设运动包括了文

化、教育、农业、经济、卫生,以及特定条件下的自卫等各个方面的工作。 在文化教育方面,强调要“以全

体村民为教育的对象;以整个乡村为教育的场所;以民族再造与建设乡村为教育的目标;以适应实际生

活、改良实际生活、创造实际生活为教育内容……以家庭、学校、社会合一之综合方式为施教的方

式” [18] 。 在农业方面,要促进品种改良,推广科学的生产方法。 在经济方面,以“合作社”的新的经济组

织的方式,实现农产品产、运、销的一条龙链条。 在卫生方面,实行保健制度,村设保健员,联村设保健

所,县设保健院,提高农民健康保障能力。 此外,政治、交通、自卫等方面,乡村建设运动均有所涉及,并
取得了不同成效。 乡村建设运动对大学教育也产生了很大影响,南开、燕京、清华、金陵等大学,均积极

参与农村建设运动,在农村建立试验区供学生实地研究。 大学中的专家学者、学生,更是掀起了离城下

乡的热潮,广大知识分子纷纷投身乡村建设实践。
(二)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地方高校逐渐形成全员全方位参与乡村建设的格局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到改革开放之前的一段时间,我国高等教育整体上处于“破”“立”并举的

阶段。 这一时期,不管是中央部门管理的高校,还是地方政府管理的高校,在曲折前行中,也开展了一些

服务乡村的工作。 比如,部分省市尝试创办农民业余高校,培养农业生产急需人才。 1958 年,吉林省创

办了我国第一所农民业余大学———黎明业余大学,为当地农村农业发展培养了大批技术人才。 在 1964
年下半年党中央国务院掀起半工半读高潮时,“农业部决定 7 所高等农科院校为半工半读的技术学校培

训师资;卫生部决定高等医科院校要到农村办学,多数专科学校逐步办到县或县以下农村……据 1965
年下半年统计,全国半工半读学校已达 4

 

000 多所,学生 80 多万人” [19] 。 需要说明的是,农业部于 2018
年更名为农业农村部,卫生部于 2013 年更名为国家卫计委,2018 年更名为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

改革开放以后,高等教育走上了健康发展的道路。 到 1998 年,基本形成了中央和地方分级办学的

高等教育体系,地方高校在地方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为配合党和国家对农村建设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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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5 年,国家教委颁布《关于深入推进农村教育综合改革的意见》,提出要广泛地组织高等院校参与农

村教育综合改革,进一步探索高等院校面向农村的路子,推动农村经济、科技、教育的发展[20] 。 2003 年,
国务院颁布《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教育工作的决定》,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要积极开发和推广农业

实用技术和科研成果;支持乡镇企业的技术改造和产品更新换代;帮助农村职业学校和中小学培养师

资。” [21]在党中央国务院和教育部的政策推动下,地方高校开始主动适应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势,通过

培养培训农业技术人才、农村教育师资,选派科技副县长、副乡长,开展与农业相关的科研等方式参与农

村建设。 这一时期的地方高校服务乡村建设,尚处于起步阶段,更多是农林类和师范类地方高校按照政

府安排和部署参与了乡村建设。 就地方高校整体而言,无论是参与的深度还是广度都还不够。
2005 年 10 月,党的十六届五中全会正式提出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 随后,中共中央、国务院

印发了指导这一时期农村建设的纲领性文件———《关于推进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要求

“各行各业都要关心支持新农村建设,为新农村建设作出贡献”。 为此,2006 年 12 月,时任教育部部长

周济在河北主持召开“高等学校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服务座谈会”,要求高校从科研、人才培养等方

面积极主动投身于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通过培养培训“三农”专门人才、实用人才和新农村建设的带

头人,开展农民素质培训和乡风文明建设等,为新农村文化建设服务[22] 。 随后,教育部等部委相继印发

《关于推进高等农林教育服务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若干意见》《关于深入开展科技特派员农村科技创

业行动的意见》《关于加快发展面向农村的职业教育的意见》 《关于开展高等学校新农村发展研究院建

设工作的通知》等一系列文件,从制度设计上推动了高校与乡村更加紧密的联系。 在这一时期,地方高

校也逐步形成以涉农高校为主体,其他高校为补充的整体服务格局,广大地方高校积极参与新农村建

设,在一定程度上辐射带动了农村的建设和发展。
2012 年 11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作出了在全国范围打响脱贫攻坚战的整体部

署。 脱贫攻坚,农村是主战场! 高校在这场战斗中,主动参与,积极作为,体现了新时代社会主义高校的

责任和担当。 2012 年以来,教育部 75 所直属高校尽锐出战,全面投入脱贫攻坚战,成为中央单位定点

扶贫的一支重要力量,走出了一条特色鲜明、成效显著的高校扶贫道路[23] 。 地方高校积极响应,通过人

才培养、产业对接等途径,汇聚学校人才、学科、科研成果等优势资源,精准服务贫困乡村,并探索形成了

具有浓厚地域特色的扶贫路径。 2017 年 10 月,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正式提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 乡

村振兴与脱贫攻坚无缝衔接,并成为新时期国家振兴乡村的最新制度性战略安排。 各地方高校在教育

部和地方政府的引导、要求下,纷纷延续前期参与脱贫攻坚好的机制和做法,更加广泛和深入地参与到

乡村振兴工作中。

三、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逻辑

理论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思想源泉,是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理论依据。
列宁有一句名言:“没有革命的理论就没有革命的行动”,意指工人运动要有工人运动的理论指导才能

取得实效,这对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需要理论指导同样具有意义。 在纷繁众多的各种理论中,马克思

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人力资本理论和三螺旋模式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思想和实践理

论依据。
(一)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我国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国家,高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高校,马克思主义是我国高校办学

过程中必须坚持的基本理论,这是中国高校的鲜亮底色。 作为我国高校办学依据和宗旨的《中华人民

共和国高等教育法》明确规定:国家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为指导,遵循宪法

确定的基本原则,发展社会主义的高等教育事业。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理论,是马克思主义的有机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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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理论指导,是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重要思想源泉。
马克思、恩格斯将农业定位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中的最“基础性”和“决定性”的产业。 他们认为

农业是关乎整个经济社会发展的基础问题,“农业劳动是其他一切劳动得以独立存在的自然基础和前

提” [24] 。 但是,随着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建立,推动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更多的人力、资金、技术集聚

到城市,使乡村在与城市的竞争中处于逆势,沦为城市的附属。 “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
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使城市人口比农村人口大大增加起来,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

愚昧状态。”“它使人口密集起来,使生产资料集中起来,使财产聚集在少数人的手里” [25] 。 这样导致的

结果就是城乡差距日益拉大,乡村对立日益严重,城市的生产资料越来越集中,财富越来越集中,而农村

越来越贫穷,越来越落后。 在这样的情况下,发展乡村以消灭城乡对立日益成为社会整体进步的要求。
对于怎么样发展乡村,消灭城乡对立,马克思、恩格斯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辩证运动中,提出了解决问

题的办法:即通过工农结合的方式,促进生产资料的流动,从而逐步消灭城乡对立。
马克思、恩格斯眼中的乡村发展和消除城乡对立之间具有相辅相成的辩证关系,乡村发展是“因”,

消除城乡对立是“果”。 乡村发展的关键是生产力的进一步提高,乡村衰落、城乡差距拉大,是生产力发

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要解决这个问题,也还得依靠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乡村的生产力的方

式解决,通过生产力发展使乡村获得更多发展的物质基础,从而实现城乡一体化发展。 马克思、恩格斯

还指出,要发展乡村,消除城乡对立,就必须改变生产关系,即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 马克思认为,
“城乡之间的对立只有在私有制的范围内才能存在” [26] ,是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产物,而社会主义的本

质是通过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对立,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生

产资料从个体占有到社会占有的转变,从而改变人被生产资料奴役的情况。
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的理论,深刻揭示了乡村发展和城乡关系的本质特征,为我国地方高校服务乡

村振兴提供了思想源泉,奠定了基本理论指导。 根据马克思主义乡村发展的理论,要发展乡村,消灭城

乡对立,就必须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发展乡村生产力。 乡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需要大量农业

农村专门人才,需要农业科技创新,需要壮大农村集体经济,需要构建向善向上的乡村文化。 而这些也

正是地方高校在履行办学职能的过程中,所能提供服务的巨大舞台。
(二)人力资本理论和三螺旋模式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供了实践理论指导

1. 人力资本理论启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要充分发挥人才培养职能

所谓人力资本,指的是通过投资活动而在人自身中形成的各种生产知识与技能的存量总和
 [27] 。

人力资本的概念和思想虽然从 17 世纪 60 年代即开始被经济学家关注,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才成为

一种理论并被系统发展和广泛应用。 美国著名经济学家舒尔茨( T. w. schultz)在人力资本理论的建构

中作出了突出的贡献。 他提出的关于人力资本是促进国民经济增长主要因素的论断,被公认为标志着

现代人力资本理论的诞生。
舒尔茨主要从经济发展特别是农业发展的角度来研究人力资本理论。 他认为,发展中国家的农民

贫困和农业落后,根本原因是农业人口的质量不高。 农业人口质量的提高,关键在于通过投资而形成人

力资本。 舒尔茨非常强调在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中,投资所起到的关键作用。 他提出对人力资本投资

主要有五种形式:一是保健投资,指为了延长生命,对增强个体精力和健康等方面进行的投资;二是职业

培训,指为提升企业员工的技能而进行的各种培训活动;三是教育投资,指接受正规的小学、中学和高等

学校教育;四是技术培训,指为推广某种技术而进行的专门培训;五是人力迁移,指个人或家庭为获取更

多的收入而进行的迁移活动。 他特别对 1929—1957 年美国教育投资与经济增长的关系作了定量研究,
发现各级教育投资的平均收益率为 17%,教育投资增长的收益占劳动收入增长的比重为 70%,教育投

资增长的收益占国民收入增长的比重为 33%[28] 。 由此得出结论,人力资本投资回报率远远高于物资投

资回报率等其他投资回报率。 而教育投资又是人力资本投资的最主要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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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舒尔茨的人力资本理论,在乡村经济发展中,乡村人口质量的提高对于乡村振兴起着关键的作

用。 提升乡村人口质量,势必对乡村人口进行人力资本投资,而在各项投资中,教育投资是回报率最高,
也是最有效的途径。 地方高校的基本职能之一就是人才培养。 地方高校通过为乡村培养农林、教师、经
济、管理等各级各类专门人才,利用地缘优势开展新型农民的职业培训、技能培训等,增加了乡村人口及

乡村各级各类人员的人力资本,这是地方高校在服务乡村振兴中的核心要义和重要抓手。
2. 三螺旋模式启示高校服务乡村振兴要大学、产业、政府三者联动

三螺旋模式是一种创新模式,由美国学者埃茨科维兹(Henry
 

Etzkowitz)创立,指大学、产业、政府三

方,分别以独立的身份,通过合作和相互作用,推动区域创新进程。 在三螺旋模式中:产业作为进行生产

的场所;政府作为契约关系的来源,并确保稳定的相互作用与交换;大学则作为新知识新技术的来源,是
知识经济的生产力要素[29] 。 通过大学、产业、政府的三者联动,推动创新活动深入开展,使大学在以知

识为基础的社会中发挥更大的作用。
埃茨科维兹认为,区域经济要得到创新发展,就必须要强化大学、产业和政府之间的三螺旋循环上

升关系,进而在三螺旋模式中提出了区域三螺旋空间的概念,这对指导高校服务乡村振兴具有极强的实

践意义。 区域三螺旋空间由一系列知识空间、趋同空间、创新空间构成,这些空间彼此交叉,互为重叠。
知识空间指大学或研究机构针对区域发展中某个特殊问题的研究资源和知识的总和。 这些知识只有达

到一定的总量才能形成生产力,从而促进区域发展。 趋同空间指来自大学、产业、政府等方面的不同人

员在一起讨论制定区域发展的战略规划、创新项目和行动计划,并达成一致的过程。 趋同空间让大学、
产业和政府具有共同的愿景,使区域发展过程中,充分整合三方资源成为可能。 创新空间的任务是为趋

同空间确立的战略目标实施,创造一种适切的组织和保障机制。 区域三螺旋空间的一系列知识空间、趋
同空间和创新空间要素被集聚到一起,就能对区域发展起到良好的促进作用。

当今是知识经济的时代,知识对于社会而言具有了更加特殊的作用和意义。 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

区域知识生产和传承主体的地方高校,与政府、产业之间的联系也必将越来越紧密,也使三螺旋模式具

有了无限的可能空间。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战略的过程,实际就是区域三螺旋空间相互作用、相互促

进的过程。 地方高校作为区域产业和技术创新的主要源泉,其在乡村这个场域中,针对乡村发展给予技

术开发和知识的供给,从而形成知识空间;地方高校、乡村发展相关产业和乡村所在各级政府一起,共同

以地方高校知识为基础,研讨并形成乡村振兴战略规划和实施步骤,从而形成趋同空间;最后,地方高

校、产业和政府为共同制定的乡村发展规划、计划,创立组织机制,保障乡村发展规划顺利实施,从而形

成创新空间。 三个空间集成在一起成为推动乡村发展的源泉和动力。

四、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逻辑

实践逻辑,即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的现实状况,是地方高校“何以能”服务乡村振兴的实践阐释。
乡村振兴和脱贫攻坚,是振兴乡村的一体两面,不同阶段。 广大地方高校在脱贫攻坚阶段积极作为,形
成了诸多各具特色的服务乡村建设的路径和经验。 这些实践路径和经验,在乡村振兴阶段同样具有强

大的生命力。
(一)“教育扶智”成为广大地方高校的实践共识

按照人力资本理论,乡村振兴的关键在于乡村人口质量的提高。 提高乡村人口质量,教育是最持

久、最有效的手段。 各地方高校参与脱贫攻坚以来,紧紧围绕提高乡村人口质量这个“牛鼻子”,以“扶

智”为核心开展了诸多扶贫实践,并取得了显著成效。
一是为农村贫困学生提供更多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 一方面,广大地方高校认真贯彻落实国家和

地方有关招生的倾斜政策精神,单列国家、地方和高校“三大专项计划”面向农村和贫困地区招生,优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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录取建档立卡家庭贫困生等,让更多的农村贫困学生能进入大学学习。 另一方面,各地方高校也主动思

考和探索农村学生考取大学的途径,比如南京农业大学对帮扶地中学生实施“禾苗助学成长计划”,通
过开展学业指导和规划、实践游学等,助力更多农村学生考上大学。 园艺学院与黔东南州最高学府凯里

学院联合培养研究生,助力高层次人才培养。 “党的十八大以来,在教育部综合施策下,累计有 514. 05
万名建档立卡贫困学生接受高等教育,数以百万计的贫困家庭有了第一代大学生” [30] 。 这为越来越多

的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获得优质教育资源提供了可能,同时也打通了农村和贫困地区学生向城市纵向

流动的路径。
二是为乡村直接培养各类高质量的专业人才。 不同类型的地方高校在为乡村振兴培养专业人才的

过程中进行了不尽相同的实践。 目前,地方师范类高校、涉农类高校、医科类高校和职业院校已成为乡

村专业人才的主要供给力量。 地方师范类高校是乡村基础教育师资的主要供给力量,通过实施全科教

师计划(有的省市又称“公费师范生培养计划”等)、“特岗计划” “支教计划”、参与西部计划等形式,为
所在区域乡村基础教育输送大量一专多能的优秀师资。 地方涉农类高校是农村农业专门人才的主要供

给力量,通过建设新农科、推进田间地头实践和农业力量结合,培养大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

农”专业队伍。 地方医科类高校是乡村医疗人才的主要供给力量,通过实施全科医生特岗和农村订单

定向医学生免费培养等计划,为健康乡村建设提供医疗人才保障。 职业院校是乡村职业技术技能人才

的主要供给力量,通过农村产业订单式培养、职业农民培训等,为乡村振兴培养掌握现代科学技术的农

村高技能人才和新型职业农民。
三是为乡村发展培训各类专业和管理人才。 乡村人力资本的储备,不仅靠外来人力资本的输入,更

要靠提升乡村固有群体的综合素质来实现。 各类地方高校在教育扶贫的实践中,根据自身的优势和特

点,针对乡村不同的群体开展了大量卓有成效的技能培训工作,形成了乡村干部治理能力提升培训、乡
村基础教育师资培训、乡村医疗人员培训、职业农民产业技术培训等培训品牌,切实提高了乡村各类专

业人才的专业素能。 同时,各类地方高校还坚持自身教育优势与帮扶地区需求相结合的思路,形成了特

色帮扶模式。 比如,合肥工业大学与帮扶地安徽灵璧县在县域合作共建合肥工业大学技师学院灵璧分

院,为当地培养了大批技能型人才。 湖南师范大学充分利用基础教育优势资源,面向贫困地区开展基础

教育合作办学,无偿输出优质教育资源,援建的多所县市区中学成为省示范性高中,为区域基础教育师

资能力提升作出了应有贡献。
(二)“科技赋能”成为广大地方高校服务乡村的有效途径

按照三螺旋模式理论,地方高校在乡村场域,可以充分发挥知识生产者的核心作用,与乡村产业、地
方政府形成区域三螺旋空间,共同推动乡村区域发展。 这本质上是地方高校利用自身的知识优势,对乡

村发展给予技术开发和知识供给,从而推动产业升级和技术迭代更新,促进乡村建设。 在此模式指导

下,也形成了诸多可推广可复制的实践样态。
一是利用创新元素培育新产业发展新业态。 脱贫攻坚以来,“各高校通过发挥学科优势,促进科技

成果转化落地和产业化,助推种养业、手工业、农产品加工业等传统产业发展升级,培育发展乡村旅游、
中草药、民族文化用品、民族传统技艺等特色产业,形成经济发展新业态,助推脱贫攻坚和农民增

收” [31] 。 各地方高校将学科优势转换为服务乡村的动能,一方面将符合乡村发展需要的现有科研成果

进行转化,推动产业生产力发展;另一方面,根据乡村发展的需要,积极联合当地政府共同申报科技项

目,针对乡村所需所想,聚焦解决当地的产业技术问题,培育、发展适切的新业态,从而建立可持续发展

的帮扶模式。 同时,地方高校依托一线办学的地域优势,还形成了相关科研平台,科技人员长期驻扎乡

村,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的工作模式,实现了地方高校科技赋能的“零距离”。
二是利用智库推动产业发展科学规划。 智库是地方高校科技赋能乡村发展的特殊形式。 在脱贫攻

坚过程中,地方高校结合乡村所在区域的经济社会发展需求,围绕乡村产业融合发展、旅游规划、生态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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护开发、乡村治理优化等,组织专家学者开展调研、论证和研究,为乡村所在地党委、政府提供决策咨询

和政策建议。 有的地方高校专门成立乡村振兴研究院,针对对口帮扶的乡村开展深入的研究,帮助乡村

制定一段时期的发展规划,加强环境、文化、产业、基础治理等全方位的指导,助力乡村振兴。 有的地方

高校拨付专项资金常态化设立科研项目,调动校内专家围绕乡村振兴过程中的热点、难点问题提供智力

服务。
三是构建了以产业需求为导向的“高校+企业+政府”的服务模式。 针对地方高校科研转化能力不

足的问题,广大地方高校探索构建了“高校+企业+政府”共同体服务乡村的模式,通过校企、校地合作,
在推进乡村产业发展中,实现高校、企业、政府的融合和共治,三方共同参与乡村产业规划与设计、产业

融入与发展、产业升级与创新。 比如,沈阳农业大学就与辽宁省内外 15 个市(县、区)、1200 多家涉农企

业进行产学研合作,全面打造乡村振兴综合示范县,取得了良好效果[32] 。 在共同体服务模式中,地方高

校的创新资源和智力资源能得到更有针对性的汇聚和激发,有效促进科研成果转化为乡村产业发展的

生产力,从而提高科技创新效能,推动乡村产业发展。
乡村振兴战略是一项系统工程,长期复杂而艰巨。 乡村振兴的实现,需要得到社会各方力量的共同

参与,共同推进。 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既是由其高校身份所具有的办学职能所决定的,也是由其

“地方”身份和服务面向的内涵所规定的,是地方高校履行办学职能和自身建设发展所需,由内而外所

产生的一种办学行为[33] 。 同时,无论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已经为地方高校服务乡村振兴提

供了充分的准备。 地方高校作为“地方”的大学,应把参与和服务乡村振兴,作为体现自身存在意义和

价值的重要方式和途径,把乡村作为学校工作的重要战场,实实在在为乡村振兴贡献地方高校之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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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an
 

important
 

approach
 

for
 

the
 

Party
 

and
 

the
 

country
 

to
 

resolve
 

issues
 

relating
 

to
 

agriculture,
 

rural
 

areas
 

and
 

farmers
 

in
 

the
 

new
 

era
 

and
 

realize
 

the
 

coordinating
 

urban
 

and
 

rural
 

develop-
ment,

 

which
 

is
 

closely
 

linked
 

to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of
 

national
 

rejuvenation.
 

As
 

the
 

main
 

po-
sition

 

of
 

regional
 

talent
 

training
 

and
 

the
 

main
 

channel
 

of
 

knowledge
 

production
 

and
 

innovation,
 

local
 

universi-
ties

 

are
 

intrinsically
 

required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as
 

well
 

as
 

their
 

duty
 

and
 

mission.
 

It
 

is
 

pointed
 

out
 

that
 

the
 

core
 

to
 

understand
 

why
 

local
 

universities
 

should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o
 

explore
 

the
 

characteristics,
 

common
 

connotation
 

and
 

historical
 

development
 

of
 

it.
 

While
 

the
 

discussion
 

on
 

the
 

theoretical
 

foundation
 

and
 

practical
 

experience
 

of
 

local
 

universities
 

serving
 

rural
 

revitalization
 

is
 

the
 

key
 

to
 

understand
 

how
 

can
 

local
 

col-
leges

 

and
 

universities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Based
 

on
 

this,
 

the
 

study
 

clarifies
 

the
 

logic
 

line
 

of
 

why
 

should
 

and
 

how
 

can
 

local
 

universities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from
 

four
 

different
 

dimensions,
 

including
 

endogenous
 

logic,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and
 

practical
 

logic,
 

thus
 

providing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reference
 

for
 

local
 

colleges
 

to
 

serve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high
 

quality.
Keywords:rural

 

revitalization;
 

local
 

universities;
 

historical
 

logic;
 

theoretical
 

logic;
 

practical
 

log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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